
5 月 22 日，第 23 个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发布生物资
源本底调查新成果——发现武夷拟
网蚊、尖吻拟网蚊、武夷倒毛摇蚊、双
斑倒毛摇蚊、扇刺合脉等翅石蛾、戈
氏长肢蝶石蛾等6个昆虫新物种。

刚刚过去的 7 月，武夷山国家
公园再次集中发布一批新物种——
短突黄隐肩舞虻、合斑黄隐肩舞虻、
九曲溪黄隐肩舞虻、方突黄隐肩舞
虻、武夷山黄隐肩舞虻。

武夷山国家公园，隐于祖国东
南沿海崇山密林之间，却自带“热
搜体质”，屡屡因刷新生物多样性
记录而“霸屏”热搜榜。

这里拥有 210.7 平方公里未受
人为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被，保存了
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
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
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
置，使之化身地理演变过程中生物的

“天然避难所”。中外生物学家誉其为
“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
“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研究亚洲
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

如何不负大自然的恩赐，保护
好这片珍贵自然遗产？

2016 年，武夷山成为全国首批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在 4
年多的试点探索中，武夷山国家公
园聚焦体制机制改革，大胆创新，
先行先试，为在南方集体林区建立
国家公园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2021 年，国务院批复
同意《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方案》。
同年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
我国宣布设立第一批 5 个国家公
园，武夷山在列。

“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
来，我们围绕建设成为‘文化和自
然遗产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典范’目标，坚持生态保护第
一，统筹保护和发展，不断促进生
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
一。”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
书记、负责人方燕鸿说。

最好的生态，需要最严格的保
护。划定 98 个网格，将防火、防虫、
防盗融入网格化巡护管理；引入卫
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智能视频
监控等技术，构建“天地空”一体化
资源监测体系；坚持集中高效的管
理与执法，有效打击毁林种茶等各
类生态破坏行为……

最好的生态，需要最完备的保
护。制定并发布行政权力清单和执
法流程图，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
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加强与公检法司联动，推进
资源环境公益诉讼及刑事案件快
立、快侦、快诉、快审；联合江西省编

制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持续
完善跨省协作联动机制……

最好的生态，需要最科学的保
护。完成两栖爬行类物种多样性调
查，持续推进为期三年的生物资源
本底调查，进一步摸清资源本底情
况；与中国科学院、南京林业大学
等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科研课题对
接，建立科研项目库……

向最严措施要效力，向改革创
新要动力，向科学保护要活力。如
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植被原
真性、完整性得到加强，生物多样
性更加丰富，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好。其中，地表水、大气各项指标均
保持国家一级标准，负氧离子浓度
常年处于“非常清新”水平；武夷山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已累计正
式发表并发布武夷林蛙、武夷山对
叶兰等 22个新物种。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绿水
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产
品价值如何实现？且看地处南方集
体林区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如何在
最严保护与更好发展之间寻求最
大公约数。

打造生态茶产业，按照“茶-
林-草”混交模式，引导茶农建设复
合型生态茶园；完善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共设立商品林赎买、地役权管
理补偿等 11项补偿内容，有效解决
林农利益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落实
就业引导与培训机制，鼓励村民参
与特许经营、资源保护、旅游服务，
公开择优招聘生态管护员、绿地管
护员，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
建设……如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林农增收之
间的矛盾有了“绿色解法”，百姓富、
生态美实现了有机统一。区内桐木、
坳头 2个完整建制村人均年收入分
别比周边村高 0.51万元和 0.7万元。

国家公园建设，也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了“绿动力”。

8月8日，“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
风景道”国际设计创意大赛启动，面
向全球线上征集作品。该项目是环武
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的标
志性项目，道路全长 251 公里，旨在
构筑起大武夷生态旅游环线，全面展
现闽北优质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早在 2021 年，南平市便提出打
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即
在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划定 4252
平方公里的环带区域，在做好保护的
基础上带动发展。不久前，全国首个
国家公园周边地区协同保护相关专
项规划——《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
发展带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发布。在国家公园时代，“园内”与“园
外”，“圈内”与“圈外”，正协同联动，
吹起绿色发展新风尚。

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丹山 生物之窗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肖芳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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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底，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卓乃
湖首个 5G基站正式开通运行，这是首次在无人区
采用长距大带宽微波回传技术，实现 5G摄像头卓
乃湖实时直播、视频回传，以 5G守护藏羚羊，用科
技的温度谱写新时代生态保护之歌。

可可西里位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东
北角，囊括了海拔4500米以上大面积的高山、湖泊、
冰川、盆地、河流、草地等独特的自然环境。2017年
被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名录，是我国面积最
大、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卓乃湖位于可可
西里核心区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每年集
中产仔的主要地区，素有“藏羚羊大产房”之称。

卓乃湖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冰山一角”。
三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平均海拔 4500 米，被誉为

“中华水塔”，素有“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之
称，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自然禀赋、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
的保护价值。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全国首批、排在首位、面
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公园，经过五年多的试点探索和一年多的建设实
践，顺利完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积累经
验”“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示范”的重大使命，在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江源国家公园遏制了生态系统退化趋势，
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草地覆盖度、产草量分别比
10 年前提高 10%、30%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
覆盖度由治理前不到 20%，增加到治理后的 80%
以上；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强，欧亚水獭、金钱豹、黑
狼等珍稀濒危物种频现，旗舰物种雪豹种群数量
增至千只左右，藏羚羊数量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不
足 2万只上升到 7万多只。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园区 2万多名牧民转
变为生态管护员，包括民族生态文化在内的传统文
化得到尊重，保护了广大牧民世代生存的家园，群众
对国家公园的认同感明显提高。可可西里成功申遗，
成为我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锦绣极地锦绣极地 绿意奔涌绿意奔涌
□青海日报记者 张多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海
南长臂猿、中华穿山甲、圆鼻巨蜥，
这些“神奇动物”曾一度难觅踪迹，
如今却不时出现在巡护镜头里。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
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
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
雨林，唯一且难得。

从 2017年谋划建设，到 2021年
跻身首批 5 个国家公园行列，再到
如今稳扎稳打的建设实践，海南全
力推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打造国家公园的“海南样本”。

雨林滋养，万物在此生长。据
初步统计，国家公园内有野生维管
植物 3653 种，占全省的 77.91%，占
全国的 11.7%；共记录陆栖脊椎动
物资源 540 种，占全省的 77.36%，占
全国的 18.62%。

更令人欣喜的是，园区内的物
种不断在“上新”。2019 年以来，至
少已发现新物种 54 种。而全球最濒
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猿口”
数量目前已增至 6群 37只。

雨林深处，一座国家公园该如何
建？答案在于不仅要发挥自然禀赋优

势，更要靠科学“蓝图”和落地“路
线”，在“破与立”中不断探路向前。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是
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近年
来，海南充分利用好身边“四库”，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在守护好“国
宝”的同时，不断放大生态、经济、
社会三重效益，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推
进以林兴农、以林富民。

“去年 10 月 24 日是第八个国
际长臂猿日，全球长臂猿联盟在海
口宣布成立；今年 7 月，全球长臂猿

联盟（GGN）第一次合作伙伴大会
在海口举行，我们因为海南长臂猿
多次相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
种存续委员会小猿组副主席、全球
长臂猿联盟国际筹建组联合主席
苏珊·切妮回忆说。

海南长臂猿，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打开国际合作新的“携行之路”，
这是海南全力推进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保护与利用的缩影。

在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上，每滴
水珠，都将汇聚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大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神奇雨林神奇雨林 万物生长万物生长
□海南日报记者 周晓梦

“45 年来发现的海拔最高的痕迹！”6 月，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传来消息，位于
甘肃省和四川省交界处，海拔 3822 米的地方，
发现大熊猫活动痕迹，证实这里是大熊猫交
流的“走廊”之一。

今年 5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巡护
员赵和鑫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巡护
员陶强一起登上黄土梁山顶，调查这里的野
生动物痕迹，“这是走廊带，是两省之间大熊
猫交流的‘鹊桥’。在大熊猫的‘伞护’下，还有
很多野生动物在这里生活”。

近日，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
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大常委会相继通
过决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三省将统一大熊
猫国家公园内的保护措施和相关标准。一股

“合力”正在形成。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四川从多个维

度建设生态走廊带。《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
栖息地恢复指南（试行）》《大熊猫国家公园栖
息地修复》地方标准相继征求社会意见，土地
岭等重点生态廊道修复和大相岭等野化放归

基地建设持续推进，已累计保护修复大熊猫
栖息地超过 30平方公里。

前些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
果坪保护站副站长杨俊正在整理今年二季度
红外相机监测数据，他发现，安装在纸厂沟的
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大熊猫、金猫、四川羚牛
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在同一兽径“同框”的
珍贵画面。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投入近 2
亿元，全面开展科研本底调研，完成各类科研
项目近 300 个，包括大熊猫粪便 DNA 检测研
究、岷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第二轮调查研究、
放牧对大熊猫栖息地质量影响、小相岭山系
放归大熊猫现状及成效研究等。

通过创新整合繁殖、激素、遗传等指标，
四川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大熊猫放归成效评价
体系。目前，我国已经放归 11 只大熊猫，全部
在四川，其中有 9只在野外存活。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在社区
共管机制建设、生态保护补偿、绿色产业发展
等方面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创新试点。

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国宝家园国宝家园 合力守护合力守护
□川观新闻记者 王培哲

冰 雪 初 融 的 山 林 中 ，几 只 野 生 东 北 虎 威 风 凛
凛、闲庭信步……今年年初，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内的天桥岭林区，一个“四娃”家庭闯进人们的视
野，五虎同框的画面实属罕见。经专家鉴定，拍摄到
的这五只东北虎，为一只成年雌性东北虎和四只幼
年东北虎。

虎啸山林，豹走青川，人们越发频繁地发现虎豹
的踪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相关数据显示，
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数量已分别增长至 50 只和 60
只，且均处于繁殖高峰期和种群快速增长期，并呈现
出强烈的向内陆迁移扩散的趋势，超过 50%的东北虎
幼崽能存活至成年。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面积达 1.41 万平方公里，如
何管理如此庞大的森林生态系统？

强化科技保障，推动监测系统建设。投资 4.66 亿
元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采用全新的“互联网+生
态”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模式，建设了覆盖近万平方公
里的“天地空”一体化资源监测体系。通过“天地空”一
体化资源监测体系，密切监测大型猛兽活动，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实现对野生东北虎豹及其栖息地实时监
测，为保护巡护提供了大数据支撑。

开展专项行动，加大保护力度。持续开展反盗猎
专项行动，共开展巡护 1.1万余次，巡护里程 8万公里
以上，清缴猎套 2063 个（其中新猎套 58 个），猎套遇
见率较 2020年下降 20%以上，较试点前下降 98%。

为修复生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全面停
止经营性种植养殖业和采矿探矿的行政审批，制定
了矿业权退出方案，注销退出 113 宗矿业权。与此同
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依照国家林草局印发
的《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结合工作实际，进一
步修订完善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办法》，全面
梳理已制定的专规、实施方案、管理办法等政策性
文件，《栖息地恢复专规》《野生动物应急救护体系
建设方案》《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控专项规划》《生
态扩散通道建设专项规划》等筹划编制工作也在稳
步推进。

不断完善的规划、方案将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的建设发展提供科学论证和有力支撑。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虎啸山林虎啸山林 豹走青川豹走青川
□吉林日报记者 毕玮琳 陈沫

东北豹（资料图）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川金丝猴 董磊 摄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羚牛 邓建新 摄大熊猫 谌利民 摄

三江源藏羚羊（资料图）

海南热带雨林 阮元才 摄海南热带雨林中的睑虎 姜恩宇 摄

海南热带雨林中的长臂猿 苏晓杰 摄

三江源辫状黄河水系 张鹏 摄 雪豹 （摄于青海省）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谷宝臣 摄东北虎（资料图）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于今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本届论坛以“国家公园——万物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为主题，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推动中国国家
公园高质量发展。

2021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宣布
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我国
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其中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
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自 1956 年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地——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
我国已设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自然文化遗产、湿
地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1 万多个。它们是生态建设的中流砥柱与绿色担

当。但保护地空间破碎化、边界不清、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何整合现有保护地，形成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被提上日程。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列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十项重点改革任务之一。此后，我国陆续开展 10 处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涉及 12 个省份。试点期间，各地在创新管理体制、严格生态保护、促进
社区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为例，整合了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曲溪光倒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 5 种类
型保护地，实现生态资源管理体制由分散、多头、低效向统一、垂直、高效管理
转变，管理职责由模糊不清、交叉重叠向权责清晰、协同配合转变。

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成效显著。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

已累计正式发表并发布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兰等 22 个新物种；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林草覆盖率超过 74%，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到 7 万余只；大熊猫国家公园
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

眼下，我国正谋划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去年，《国家公园空间布
局方案》引发关注。方案在全国布局了 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 110万平方
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0.3%，管辖海域 11万平方公里。其中分布着 5000多种陆
生脊椎动物和 2.9万种高等植物，可保护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
种及其栖息地。与此同时，《国家公园法》已列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为反映各地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生动实
践、亮点工作，福建日报与青海日报、四川日报、吉林日报、海南日报联动推出专
题报道。 （本报记者 张辉）

武夷山上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 黄海 摄 武夷山上的藏酋猴 黄海 摄

武夷山国家公园玉女峰武夷山国家公园玉女峰（（资料图资料图））

华东屋脊黄岗山 黄海 摄

武夷断裂带 黄海 摄


